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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自然~流向永續 

淡水域保育跨域交流 研討會 

前言 

溪流、河川、湖泊、埤塘依水文與地理特性，串連山林與海洋，形成週期變

化的穩定流域地景，是人類與生物重要的水資源與生活空間；而不可預測的潛在

變動威脅，也是地景與生態空間重塑的推手。隨多樣而密集利用與氣候變遷，流

域資源與空間加速減少，生態系與人類生活的風險更為增加。為改善並增強水域

整體功能，各領域積極開啟對話與合作，推動河川溪流復育及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然如能從跨域交流朝向領域融整，復原與延伸自然韌性，調和生態系服務功能與

社會福祉需求，更能形成以自然調適為基礎的河流永續經營架構。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為一關心水域整體環境的社團，在成立 30 週年時，

辦理「攜手自然～流向永續」研討會，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及參與溪流河川治理

與保育相關單位，齊聚在此分享專業見解與實務經驗，希望持續匯聚各方觀點與

能量，一起為河川溪流永續與社會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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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第 15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 

「攜手自然~流向永續：淡水域保育跨域交流」研討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指導協助：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經濟部水利署 

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月 4日（星期五）       

地點：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 號) 

 

會議議程： 

時 間 內 容 講 者 

09:00~09:20 報到  

09:20~09:40 開幕式 

貴賓致詞：林華慶局長 

李鎮洋局長 

林曜松教授 

開場：張明雄理事長 

 

 

 

引言人：游保杉教授   

09:40~10:05 NBS 及 Eco-DRR 應用於河川治理及管

理初探 
施上粟副教授 

10:05~10:30 河溪環境改善與調適 顏宏哲簡任正工程司 

10:30~10:45 茶敘  

引言人：李培芬教授   

10:45~11:10 都會區埤塘魚類群聚－保育功能評估

與地景環境之連結 

梁世雄教授 

11:10~11:35 朝向與生態共融的河溪治理 楊佳寧博士 

11:35~12:10 攜手自然~跨域治理綜合討論 與會講者 

游保杉教授 

李培芬教授 

王昭堡組長 

12:10~13:30 午餐  

12:10~13:00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年會  

引言人：趙榮台理事    

13:30~13:55 漫步在溪邊的公民科學家－河川巡守

隊的生態學習 

劉奇璋助理教授 

13:55~14:15 竹溪治理與環境經營經驗分享 黃信銓專門委員 

引言人：詹德樞理事   

14:15~14:35 細節也會出驚喜：從花東縱谷農業灌

排出發 

本會林宣佑研究員 

14:35~14:55 加塱溪的生態調查與跨域合作分享 許芳嘉技正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第 15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攜手自然~流向永續：淡水域保育跨域交流」研討會 109.12.04 

 

 

 

 

  

14:55~15:10 茶敘  

引言人：李健全理事   

15:10~15:30 生態檢核應用於野溪保育治理 吳瑞鵬科長 

15:30~15:50 民眾參與的資訊公開機制 戴欣怡技正 

15:50~16:40 流向永續~溪流河川永續經營綜合討論 與會講者 

趙榮台理事 

詹德樞理事 

李健全理事 

黃群策處長 

張明雄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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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年會暨攜手自然~流向永續 

淡水域保育跨域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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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 及 Eco-DRR應用於河川治理及管理初探 

施上粟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由河川治理的紅黃綠三條線劃設程序，可大致瞭解河川的治理重點是強化防

災能力，次要才會考慮其他需求，如水資源、環境營造、休閒遊憩等，至於生態

保育卻常因知識隔閡及難以貨幣化其價值，而常聊備一格，可能因而犧牲河川系

統的「自然體質」而不自知；歐洲近年推動的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及 IUCN

十年前提倡的 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co-DRR)，共通點為強調

自然解方、永續發展，鼓勵人類社會重視生態系統提供的功能及服務價值，營造

具備韌性而宜居的環境。 

本次演講內容將重點概述美國 Kissimmee River restoration、荷蘭 Room for the 

River、比利時 control reduced tide 復育工法、日本荒川滯洪池公民參與過程等國

外案例，以茲借鏡；也將探討淡水河紅樹林、小水鴨等生物棲地需求與河防安全

的競合問題，並提出河川生態疏浚、洪氾高灘植生管理的關鍵技術，或能提供「淡

水河 2.0」的部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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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溪環境改善與調適 

顏宏哲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簡任技正 

 

水利法修訂增列「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專章已於 107 年 6 月 20 日公布，

108年 2月 1日施行，主要精神係將原本由水道承納的降雨逕流，擴大由水道與

土地共同分擔，並要求土地與建築開發者必須共同分擔滯洪、蓄水責任，以減少

水道洪峰流量，降低洪災發生頻率與淹水面積、深度及淹水時間，提高國土韌性。 

為因應上述治水思維之轉變，水利署在所提下期中長程計畫-「中央管流域

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110~115年)」中，配合國土計畫、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綱領及相關災害調適策略，扣合未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並擴大導入逕流分擔措

施及在地滯洪等區域防洪整合規劃新思維，辦理 24條中央管河川及 2條跨直轄

市、縣(市)河川之「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其重要內涵，除著重原河川治

理計畫之防洪治理外，另納入土地管理及生態環境維護之風險分析與調適措施，

期藉由「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結合綠色設施

及過往常用的灰色人造設施，有效解決水所帶來的水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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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埤塘魚類群聚( I )：保育功能評估與地景環境之連結 

梁世雄 1、黃大駿 2、任家弘 3、 陳益志 1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 
2 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都會埤塘數量日益增加，但對於都會埤塘之本土魚類群聚之保育功能、空間

聯結之散佈效應、和設計與管理之策略與方法，均少有學術探討。本研究調查 18

處都會埤塘之魚類群聚和測量 21項埤塘時空地景與水質變數，以評估都會埤塘

保育本土魚類群聚之功能和探討其地景環境與魚類群聚之聯結。在 108年 11月

至 109年 3月間，以手拋網在高雄市及屏東地區之 18座埤塘採集魚類，結果顯

示在 17座捕獲魚類個體的都會埤塘，共記錄 20種（共 1,189尾）魚類，其中 15

種外來種（個體數 1,139尾，佔 95.8%），5種本土種（個體數 50尾，佔 4.2%）。

本調查也對魚種出現之埤塘數量進行整理。Spearman’s 相關分析顯示都會埤塘

存在年份增加，本土魚種數量顯著減少。同時，若水域硝酸鹽-氮濃度增加，則

魚種總數量和外來魚種數量也都顯著增加。依據本研究之結果，初步推論都會埤

塘具有支持常見及瀕危本土魚種之潛力，但是，建築物啟用後之 5 年可能是本

土魚種留存之關鍵期。外來魚種之物種和個體數優勢，在埤塘完工後，將逐年提

昇，原因可能包含民眾持續棄養、外來魚種適應能力增強、都會區營養鹽污染累

積、與外來魚種排泄物提升埤塘營養鹽濃度與互動關係等原因。本研究建議都會

埤塘完工後，可放流本土魚種及教育都會區民眾勿隨意棄養外來魚種。未來之研

討重點將評估都會埤塘魚類群聚同質性之時空變化及空間傳播能力。也將藉由

建立氣候變化、埤塘周邊地景與建築結構、水域棲地、與魚類群聚之整合生態模

式，以提供設計與管理都會埤塘之學理基礎與管理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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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與生態共融的河溪治理—以鱉溪河川復育計畫為例 

楊佳寧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美學中心 組長  

 

鱉溪位於花蓮縣富里鄉，為秀姑巒溪上游支流。民國 108 年 3 月第九河川

局成立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宣告公私協力營造共好的流域環境。本計畫承接此精

神，擬定鱉溪整體復育策略與行動方案，，並著重於水量與河相之物理棲地改善。 

鱉溪復育課題 

1. 鱉溪主流界點下游現有 23座橫向構造物，嚴重影響生態棲地，阻隔各種

生物的移動。 

2. 鱉溪河道自民國 69 年起，即逐漸下切，界點下游河段局部已下切 12 公

尺，使局部堤岸及橫向構造物受災頻繁。 

3. 鱉溪現採粗放式灌溉管理，九座混凝土攔河堰因河床下切或堰體下伏流

導致取水困難，農田水利會堆置土堤攔水，造成枯水期局部河段完全斷流。 

鱉溪河相剖析 

鱉溪為海岸山脈流域區的獨立溪流，個性相對溫和，歷年來並無重大洪水與

土砂災害紀錄，界點以下河段皆屬沖積河谷。團隊依 108 年水規所河相手冊流

程，蒐集百年來鱉溪流域歷史圖資，界定河川廊道，發現鱉溪擺動範圍不大，自

然沖淤所需的廊道空間，僅略寬於現況用地範圍線。 

由於過往與河爭地及河床下切，鱉溪河寬較過往狹窄且多為侵蝕作用區，缺

乏堆積作用區，欠缺河畔植被生長與生物利用的空間。 

分析河床縱剖面歷年變化及各類圖資，可知 1980~1993 年之河床大幅下切

為早年集水區濫墾後自然復育，使得產砂量大幅下降。然而 2000年後河床局部

下切，與混凝土堤岸光滑，導致能量集中淘刷岸側密不可分。由此判斷 1993~2000

年之間河床高程較為理想。 

分析流域天然產砂量，並蒐集過去 20年水土保持工程資料，計算工程防砂

量，可知每年平均工程防砂量為天然產砂量的 1.6倍。上游砂源不足亦為鱉溪河

床下切、護甲層流失的重要原因。 

考察歷史影像與鄰近溪流空間較健康的河相，可知現況鱉溪深槽化嚴重，且

缺乏形成河床骨架的塊石、卵礫石，因此幾乎沒有水域生物賴以生存的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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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策略與行動方案 

本計畫為鱉溪河相調整提出六項策略：1) 防砂設施改善；2)重建護甲層；3)

重建河床骨架；4)河岸粗糙化；5)局部放寬河道；6)削高灘。依本計畫河相調整

後，各項評估指標均大幅改善，且透過水理分析，確認具有消減大範圍溢淹、沿

程平均消能之治理綜效，且總挖填方量接近平衡。 

透過二維水理模擬，可知當用水調整成以需水量為上限的情境 2 時，在各

種天然流量下均已滿足連續水深門檻。透過紀錄用水量、聘請掌水工等基本做法，

即可達到情境 2，兼顧現況農業灌溉與水域生物的需求。智慧水管理與節水農作

推廣則可因應未來灌區擴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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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溪邊的公民科學家－河川巡守隊的生態學習 

劉奇璋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公民科學能夠幫助擴展科學研究、促進社會交流及科學知識的傳遞，還能作

為推廣環境教育的方式。水環境巡守隊屬於從事環境監測的公民科學，本研究於

2018～2019 年期間辦理河川生態監測培訓課程來完善水環境巡守隊監測水質的

方法，並且探討志工參與課程的動機，以及學習的歷程與產出。本研究對象為新

店溪水環境巡守隊及白米溪水環境巡守隊志工，以前、後測的問卷及訪談了解志

工參與的原因與學習成果，並使用參與式觀察記錄上課情況等學習歷程。本研究

結果指出志工參與河川生態監測培訓課程的原因包含學習、人際交流與兒時經

驗。學習的過程中藉由個人情境的先備經驗、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同儕與老師，以

及物理情境的自然環境和輔助工具學習河川生態監測的知識以及培養對於水環

境的關懷。在學習產出方面，志工的環境知識與環境行動皆有提升，並持續參與

河川生態監測記錄環境變遷。整體而言，志工參與河川生態監測培力課程後，能

夠滿足學習以及人際互動的需求，也身體力行地以行動來實踐對於河流環境的

關懷。在研究結果分析後，建議往後能依據志工不同的經歷和需求來設計適於學

習者的培訓課程，期望本研究結果提供未來水環境巡守隊辦理河川生態監測之

規劃與修正參考。 

【關鍵詞】：公民科學、學習情境模型、參與動機、學習過程、學習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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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治理與環境經營經驗分享 

黃信銓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專門委員 

 

  以治水防災、生態環境、水資源保育、整體生活圈、歷史文化等面向改善，

呈現還地於河之核心價值。透過自然緩坡解放原本束縛於三面光混凝土的河道，

還原都市化過程中消失之竹溪，且拉近了人與溪流的距離，創造更多人與自然親

密互動的機會，打破防洪無生態之迷思，賦予都市區擁有自然溪流之環境。 

  規劃竹溪兩條軸線，分別是南北向的自然生態軸線，藉由水質改善並透過拋

石護岸、跌水與生物棲地營造及植栽之河道，讓竹溪河道回復生命力；東西向的

人文歷史軸線，透過無障礙動線，串起周邊社區生活、竹溪禪寺、體育園區、水

交社文化園區等等。 

  兩條軸線的交會點為採用竹子意象的月見橋，猶如半月般的弧形設計，在湖

域上勾勒美麗的弦月，橋面與河岸景緻合而為一，夜間映著月光倒影，是竹溪計

畫中最耀眼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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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也會出驚喜:從花東縱谷農業灌排出發 

林宣佑、陸玉玲、彭維維、林青峰、張明雄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花東縱谷的主要水脈以花蓮的大富與台東的池上為分界，北為花蓮溪流域，

中為秀姑巒溪流域，南為卑南溪；縱谷農業與生活的水源倚靠從這三條河流的攔

水堰引水利用。經由水圳與灌溉渠形成縱橫交織的水網，已成為濱溪系統的生物

延伸活動的通道與族群擴展的棲息空間。然而，許多地區為增加土地利用空間與

管理方便，多數水圳及灌溉渠紛紛以水泥砌成取代過往的土堤水路，以較少行水

空間供應較多水量；以生態面向思考，水泥溝渠的立面與底部構形、孔隙與粗糙

度、行水速率等應較不利於動植物棲地與活動，但實際的影響程度則需要進一步

了解，以作為改善對策的依循。 

縱谷農業產業從山坡地到河谷的多樣發展，多元農業系統對水體的維繫與

水源供給依賴將愈形增加，而在以推動友善農業與深度生態觀光為重心的花東

縱谷地區，不僅要以整體地景角度發展水陸域景觀整合，陸域與水域生態網絡的

連結，更是地景維繫、活化與生態永續的核心，整體水路水網的生態功能，則是

生態農業地景與整體生態系穩定與擴展的廊道與棲所。 

本計畫從本年度(109)在林務局的支持下，開始進行花東縱谷現有水圳與灌

溉渠網絡現況的了解，與農田水路與濱溪的動物與植物調查，期能建構從森林到

溪流間與農業緩衝利用區的完整生態系，及既有生態系的組成與評估，進而發展

符合農業用水的水體生物指標，作為水體水路運作與改善的依循參考，並擴大生

物在水路廊道與農田及週邊土地的有效分布空間。並能發展符合農業用水需求

與水域生態穩定的運作模式，連結社區共同發展友善農業與生態的永續產業。，

期能從農田水路的生態系統的調查結果中，建立農業水圳的生態指標與生態保

育策略，形成農業水路生態與農業永續共融的永續農業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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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岸「森-川-里-海」跨域合作與溪流復育： 

以花蓮縣豐濱鄉加塱溪流域為例 

許芳嘉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技正 

 

加塱溪流域源自海岸山脈東側流經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阿美族Dipit部落和

葛瑪蘭新社部落的聚落耕地再奔流出太平洋，Dipit 部落和新社部落兩部落連結

「森-川-里(聚落和耕地)-海」的完整集水區內，透過加塱溪流域串連生活於同一

山谷之中、下游，整體環境關係密切。 

2016 年起由國立東華大學倡議，農委會轄下 4 個單位及 2 個部落共同發起

的「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協同經營跨域平台，目標是逐步將地景-海景完

整尺度的森林、溪流、部落、海洋加以連結。例如花蓮林區管理處自 2010年起

陪伴中游 Dipit部落，透過社區林業、生態旅遊、山林巡守、田區復耕並嘗試種

植特用作物、林下作物，協助產品加工行銷等，協助部落邁向根經濟，至今已有

5位部落年輕人回鄉幫忙；近年更將合作延伸至下游的新社部落，合作進行珊瑚

礁體檢、繪製海底地圖工作；也同時與新社國小合作導入溪流觀察教案、培力小

小溪流解說員。 

「森-川-里-海」的串連關鍵在溪流，因此花蓮林區管理處不斷累積加塱溪溪

流環境的生態調查資料並討論復育對策。目前在調查區段內溪流中主要優勢生

物仍為甲殼類的匙指蝦科、長臂蝦科與溪蟹科為主要組成，魚類仍以鰻鱺科及鰕

虎科為主，數量最為優勢的生物仍以大和米蝦、多齒新米蝦兩種為主。近期溪流

保育已發展至環境復育課題，如東海岸溪流的洄游生物資源特色、洄游性魚蝦遇

到構造物限制的復育方案、面對溪流電魚蝦獵捕壓力的在地護溪策略等。花蓮林

區管理處與在地部落合作，發展溪流生態復育實作試辦計畫，由 2 個部落成立

巡守隊分工進行溪流巡守，同時透過打造蝦菜共生示範區、學校參與洄游生態特

色展示等方案，將溪流保護議題導入部落日常生活中藉以發生共鳴，進而與部落

討論溪流資源自主管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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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應用於野溪保育治理  

吳瑞鵬 

水土保持局保育治理組 科長 

 

水土保持法開宗明義訂定：「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以保育水土資

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特制定本法」。

同法第3條，對於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之定義：「係指應用工程、農藝或植生

方法，以保育水土資源、維護自然生態景觀及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等

災害之措施」。由於水土保持工程多位在擁有豐富生態資源之淺山坡地及野溪，

如何在減免災害與生態環境之間達到雙贏，實為當代水土保持重大課題之一。 

國內公共工程為導入生態保育過去曾經倡導生態工法(程)，而後經過改良，

逐步發展為生態檢核制度。民國96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簡稱水保局）

於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開始研發生態檢核表，依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

維護管理等各階段，分別制定適用的檢核表單，除整合生態工程的設計概念，更

導入生態團隊及民眾參與等，協助工程人員於工程各階段做更全面性的生態考

量，之後於曾文、南化、烏山頭等水庫集水區、前瞻基礎建設-加強水庫集水區

保育治理等治理計畫亦延續了生態檢核的做法，以確保水土保持工程兼顧生態

保育之需要。 

生態檢核流程首先須掌握工程可能衍生的生態議題，透過生態資料蒐集、現

場勘查及訪談民間關注課題等方式，評估工程可能對棲地造成之影響，據以研擬

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生態友善策略，達成兼顧安全與生態之目標。過去進

行生態相關資料蒐集工作，需要從散布於政府單位、學術文獻及民間網站逐一查

找，資料型態龐雜需耗時消化整理。隨著資料庫及資訊系統決策支援工具的興起，

資料庫之建立可以有效且快速彙整歸納各方資訊，達成資源共享及永續經營管

理之目標。 

107年水保局建置「集水區友善環境生態資料庫」蒐整各類生態敏感區、物

種調查、生態友善人力及生態友善建議等相關資料，並透過介接國內大型生態資

料庫(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林務局的「生態調查資料庫系統」…等)所提供的API服務，快速累積大量物種分

布資料，並與介接來源的資料庫持續同步增加，民眾亦可利用公民科學相關網站，

如iNaturalist、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等上傳相關生態資料，友善環境生態資料

庫可透過已介接之「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取得相關資訊，並回饋至工程生態檢

核作業流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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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水保局已將原本的「環境友善措施標準作業書」修正為「生態檢核標

準作業書」，除因應潮流擴大適用範圍外，亦於工程全生命週期(包含提報審議、

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之生態檢核流程及表單，融入生態情報的查詢

處理及生態友善措施的擬定等，不僅可改善過去工程人員對生態資訊瞭解不足，

造成生態檢核不夠完整的缺憾，透過大量的生態情報研究分析之後，可逐步釐清

生態敏感核心地區的輪廓，採取更嚴謹的檢核流程與措施，以維護生物多樣性資

源，確保棲地環境品質。目前並於全台成立12個民眾參與平台，深入瞭解關注區

域，強化生態檢核，相關資訊於本局全球資訊網/行政透明專區/生態檢核均有公

開，民眾可上網查詢。  



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第 15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攜手自然~流向永續：淡水域保育跨域交流」研討會 109.12.04 

 

民眾參與的資訊公開機制 

戴欣怡 

林務局集水區治理組 技正 

 

森林佔臺灣全島面積高達 60.7%，孕育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多樣的人文與景

觀，是臺灣最廣闊的陸域生態系。然而，由於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常遭颱風侵

襲、地質年輕等因素，臺灣高山溪流集水區容易發生崩塌與土石災害。面對國土

災害及保全風險，林務局結合永續森林經營、生態保育原則，針對國有林地內可

能致災地區進行治理工程。對於工程周邊環境生態，運用迴避、縮小、減輕以及

補償等生態友善策略，降低衝擊。 

林務局主動將治理工程資訊透明化，透過「國有林地治理工程資訊網」全面

落實資訊公開，公開邀請民眾參與防災治理工作。並介紹透過座談會與所屬單位

分區工作圈之委員、NGO代表與民眾，實際使用網頁相關功能，提出改進建議，

期許使用介面能更友善化、資料分類更細緻，並能提供網站更新內容之服務通知

等，資訊網規劃精進改版內容。在這個網站，您可以看見國有林地內治理工程辦

理相關會勘、設計審查、說明會與教育訓練等相關訊息。歡迎關心環境生態、災

害治理的民眾善用資訊，共同參與、陪我們一起達成「工程規模最小化·生態友

善最佳化」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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